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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突出职业教育的特点，从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的目的出发，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强调内
容“必需”和“够用”为度，加强应用性和实践性。
　　该书内容包括：烃、卤代烃、醇、酚、醚、醛、酮、羧酸及其衍生物、含氮化合物、杂环化合物
等的命名、结构、性质和相互转化的基本规律，以及重要有机化合物的工业来源、制备方法和用途等
。
从知识性、趣味性角度出发，增加了一些阅读材料。
为方便学生自学，每章后均有“本章小结”，最后一章为有机化学学习指导。
　　《有机化学（3年制）（第2版）》为高职高专化工工艺专业使用教材，也可供高职高专其他专业
开设有机化学课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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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六节 学习有机化学的方法　　1. 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　　由于有机化合物
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结构复杂，反应也很多，在开始学习有机化学的时候，要像学习外文单词那样
反复强化记忆，多看多写多练习，给自己多问几个为什么，以此培养自己的科学思维能力。
随着有机化学课程内容的延续，脑海中知识的积累，在掌握了有机化合物结构与性质之间的辩证关系
后，就会由机械记忆上升为理解记忆。
如不饱和烃的亲电加成反应，反应很多，记忆起来比较困难，但掌握了马尔科夫尼科夫加成规则，在
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就容易多了。
记忆和理解是相辅相成的，记忆的内容越多越帮助理解，而理解了的知识会记忆得更为牢固。
尤其是对开始几章的内容掌握（不是死记硬背，而是理解）之后，以后一些相关的内容就容易掌握了
。
　　2．做好课前预习　　预习是把将要在课堂上学习的内容提前浏览一下，对基本内容、重点、难
点等有所了解，以便在课堂上有针对性地听课，提高听课效果。
哪怕在上课前十分钟翻阅一下教材，看个大概，也是有益的。
　　我们发现同学们在听课时，常常把教师讲课的内容一字不落的记下来而忽略教师的讲解，或者是
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样会大大降低听课效果。
而提前预习，带着问题有针对性地去听课，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认真听课，疑难问题及时解决　　认真听课是重要的学习环节，在课堂上不但要注意力集中
，积极思考，还应主动配合教师形成互动式教与学，对教师讲述的重点内容以及在听课中产生的问题
做提纲式记录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助于在听课过程中逐步地形成知识主线，要点明确，重点突出，有
利于课后复习。
有机化学的系统性很强，前后内容是一个整体，遇到疑难问题要及时解决，切忌“夹生饭”，不求甚
解。
问题积累多了得不到解决，会对有机化学产生畏难情绪和厌烦心理。
　　4．认真做好练习题，独立完成作业　　认真做好练习题是学好有机化学的重要环节，对理解和
巩固所学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要在系统复习的基础上进行，切不可下课后匆匆忙忙为完成任务而作习题，这有百害而元--N。
独立完成作业指的是不应该在遇到不会做的题目时，直接抄写答案，应该带着问题重新学习教材中的
相关内容，也可以与同学进行讨论，还可以看看学习指导书或其他教科书对这个问题是怎样讲述的，
问题搞懂了，弄清楚了给出的答案的道理，再来完成这个题目，收获会更大，印象会更深刻。
这也是再学习、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有助于培养良好的学习作风和钻研精神。
　　5．善于归纳总结，培养自学能力　　归纳和总结也是学好有机化学的重要环节。
众多的有机化合物的命名、反应与合成是有一定规律的。
要学会揭示各类化合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出它们的共性和不同官能团化合物的个性之间的关系，从
而举一反三。
有机化合物的合成是有机化学的重点，也是学生学习的难点。
只有勤于思考，善于归纳总结，培养自学能力，不断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熟练掌握化合
物的性质和相互转化规律，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有机化学的学习方法因人而异，但共同点是理解、记忆、应用，三者缺一不可。
要开动脑筋，努力学习，极大限度地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这样才能将知识学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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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机化学（3年制）（第2版）》自第一版出版以来已过六载，随着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不
断深化，我们在深入研究国内外近年来的有机化学教材并在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对《有机化学（
三年制）》第一版进行了修订，以供高等职业院校化学化工类各专业继续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专科
层次相关专业作为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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